
0909海外学子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18年11月12日 星期一

2017年9月，王昭玥赴日本留学，在庆应义塾大学别
科学习日语。回望这段留学时光，王昭玥觉得既有探索
日本文化带来的乐趣，也有因不适应带来的挑战和压力。

因流行文化选择日本

从初中开始，王昭玥喜欢上了日本的流行文化，例
如日本动漫、影视等。“感觉对日本流行文化有种莫名的
迷恋。”王昭玥笑着说。

本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王昭玥一直希望有机会
到日本。在她读大四时，因没有课程安排，便先赴日本
学习语言，为下一步申请学校做准备。

其实，在大学期间，王昭玥就开始自学日语。“没课
时，我会自主安排学习和生活。因为喜欢日本文化，想
更多地了解一下相关知识，同时也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日
本动漫、影视剧等，就自学了日语。”尽管是自学，但王
昭玥在赴日留学前已经通过日语能力测试，达到了N2等
级水平。

留学之前赴日旅行时所留下的美好印象，也是最终
推动王昭玥赴日本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留学之前我曾
到日本旅行多次，也去过很多欧美国家，相比之下还是
感觉东京最有吸引力。那些古建筑、服饰、音乐、茶道
等都是我喜欢的，特别是日本的樱花，非常漂亮，随风
飘落的场景特别浪漫。”王昭玥说。

融入当地社会不易

尽管到日本的时间已不短，但王昭玥表示自己还未
能完全适应日本的生活。语言不通和生活成本高等都带
给她压力。“在日本生活，衣食住行都很方便。刚来时感
觉很适应，但是时间久了，我发现真正融入当地很难。”
王昭玥对此有些无奈。

虽然王昭玥之前自学过日语，但真正开始在日本的
留学生活，她感觉“还是挺难的”。她坦言：“虽然学过
日语，但与当地人正常交流并且融入日本社会，我的语
言能力还不够。”所以，她刚到日本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
语言学习上。

为了上学方便，王昭玥租住了学校附近的房子，房
租很高。“日本物价水平也很高，经济压力比较大。”王
昭玥说。

独在异乡的孤独感也常让王昭玥感觉多了一重压
力。“放学回家后感觉很孤独，这可能是每一个留学生都
要面临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很积极乐观，“虽然留学
生活没有之前想象的轻松，也常感觉很辛苦，但这段经
历确实让我变得独立坚强，让我明白要珍惜当下所拥有
的一切。”

留学规划要清晰

在日本学习及生活一段时间后，当地的生活方式和
态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昭玥。“日本人的生活很

‘精致’。我平时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但到日本后发现
是‘小巫见大巫’。”王昭玥说，有时候因担心上课迟
到，自己会随便收拾一下。“但是在日本人的礼仪中，不
把自己收拾干净出门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日本的垃圾分类也令王昭玥印象深刻。“日本的垃圾
分类做得很好，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就培养他们的垃圾
分类意识。我也渐渐受其影响，养成了细分垃圾的习
惯。每次回国，我都会下意识地将生活垃圾分类后丢到
不同的垃圾箱。”王昭玥说。

谈到留学，王昭玥想告诉准留学生“一定要想清
楚”。她认为，首先在选择出国留学时要理性。“很多学
生出国留学只是想出去看看，但如果只是想出国感受和
体验一下，那么旅游就可以达到目的。留学则不一样，
是以学习为主。”其次，要有清晰的留学规划。“留学生
活并不轻松，出国之后凡事都要靠自己。生活和学习的
压力随时可能袭来，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划，留学生活就
会乱成一锅粥。所以在权衡是否要出国留学时，要三思
而后行，不能冲动。”王昭玥说。

两年前，儿子亦佛被加拿大北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录取，需要在大学所在的城市乔
治王子城租房。他在网上找来找去，最后联
系上了格伦先生。两人交谈顺利，成功签下
租房协议。

亦佛入住格伦家后才知道，格伦是北不
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人员，算是校友。
格伦与亦佛在一栋联排别墅里各守一方天
地，虽然二人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文化
信仰等均不同，却相安无事，友情为重。在
相处中，亦佛发现格伦简洁有序，两人很是
投缘。

格伦待亦佛很友善，帮助也大。亦佛在
加拿大举目无亲，孤寂苦读，却能从格伦家
里得到亲情和慰藉。我和亦佛母亲应邀参加
2018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住在格伦家。亦佛
事先征求格伦意见时，被告知是无偿住宿，
并允许我们在他家里开伙做饭。

抵达乔治王子城的第三天，我们特地为
格伦烧了一餐中式晚饭：四菜一汤和蒸白
饭。格伦还将吃剩的红烧牛肉打了包，说来
日带到学校去吃。席间，亦佛为我们与格伦
的谈话当翻译，流畅、亲切，笑声不断。格
伦是苏格兰裔，其父亲是从事地质矿产勘探

的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去世。母亲仍健在，
已 90 多岁。格伦在家里排行老五，是最小的
孩子。在饭桌旁有一敞开的铁架子，上面摆
放了格伦家族的部分照片。

格伦每晚 10 点关门睡觉，早上 6 点多起
床，洗浴、吃早餐，吃过早餐后出门上班。
下午下班回到家后，格伦一般都骑单车外出
一两个小时。

亦佛说格伦是编程控，他买了大量的编
程教材，回到家后就待在计算机旁，一坐就
是一两个小时。一旦有三四天的假期，格伦
会再向学校请一两天公休假，加起来有五六
天的假期，他便开着自己心爱的小车子出门
旅游。

格伦在今年 4 月向学校递交了退休申请，
已被学校批准。6月下旬，格伦便到哥伦比亚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今年 55 岁的格伦，为什么会退休呢？原
来有一年格伦到哥伦比亚旅行，对西班牙语
特别感兴趣。回到加拿大后，他越来越想念
西班牙语，因此想早一点实现学会西班牙语
的愿望，就想到了只有退休才能立即到哥伦
比亚去的主意。

不仅格伦抱着这样的生活态度，他的女

朋友也很有趣。格伦的女友自小的梦想是做
一名警察，不久前她辞去了工作，报名到警
局工作并被录用。我们在乔治王子城时，她
已经投入到新工作中。

亦佛曾对格伦女友说：“你没有功夫，遇
到坏人怎么办？”格伦女友说正在接受培训，
并且做出擒拿格斗的架式。看来格伦女友同
格伦一样，都是信心满满。他俩都是内心充
满愉悦而外感于人的快乐使者。

在亦佛离开乔治王子城、离开格伦时，
我看得出来，他和格伦已经相处得非常有感
情了。临别他们要拍照留影，亦佛用一个快
速成像的相机拍了两张照片，送给格伦一
张，自己留了一张。格伦也拿出手机要我们
为他和亦佛拍合影照。我们一边跟格伦合
影，一边感受到了离别的氛围。

5月26日那天，我在格伦的房门外看到了
他的背影：一会儿看一看计算机，一会儿看
一看案上的书籍，完全是一个沉浸在计算机
世界里的专业工作者。

格伦曾经对亦佛说他正在编一个程序，
一旦成功会有很好的商业推广价值。“我就不
打扰了，祝你成功！”这是我想对格伦先生说
的话。

教育需求推动国际学校发展

国际学校是否如王先生所说等于国际教育？或者如一些
家长所理解的，读完国际学校就能顺利对接国外院校课程
……日前由全球化智库和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 （2018）》（下称《蓝皮书》），就中国
国际学校的发展、“国际教育本土化”等问题进行了阐释。

根据该《蓝皮书》，中国国际学校可以分为三类：针对外
籍人员等开办的学校；民办学校 （包括中外合资办学） 中
开设国际课程的学校；公立学校的国际部或国际课程班。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30日，我国新增了62所国际学
校，同时20多所国际学校被关停或兼并，国际学校总数达到
1028所，同比去年增长了6.3%。

就此，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李卫锋说：“随着我国教育
的对外开放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社会对于国际学
校的教育需求在增加。近期这种需求的增长开始吸引其他行
业的投资进入该领域。”

中信证券执行总经理姜娅2015年开始对教育行业进行分
析研究，也感受到了李卫锋提到的“教育需求的变化”。“随
着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对教育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寻求差
异化教育的需求呈增长趋势。”

就国际学校在提供差异化教育中的角色定位，法政集团
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表示，国际学校有自己的
课程设置、考试标准、教学方法、师资构成等，这也正是其
独特性所在。“以王府学校为例，在学校的师资配比中，海归
教师及外教占比较大。”

伴随着国际学校的发展，关于其师资水平、课程设置等
的讨论一直未断。就此，李卫锋认为，中国国际学校正在由
粗放发展转向精耕细作，未来一段时间将是大浪淘沙、整体
质量提升时期。

培养国际化人才是首要需求

根据 《蓝皮书》 的调查结果，近八成的家长对进入国际
学校的孩子的培养目标是希望孩子拥有应对世界变革与变化
及终身学习的能力。由此可见，提升孩子的“国际性”乃是
家长的期望和选择国际学校的主要动机。《蓝皮书》 强调，

“国际性”不仅指具备多元文化体验、国际视野，也表现为具
备竞争力、适应世界变化的能力。

作为大连市的骨干教师，刘波因看重国际学校提供的国
际教育，经过反复考量，将孩子由公立学校转至大连的一所

国际学校读高中。“入学两个月，孩子的英语水平提升很快，
这为将来学习打下了基础。”刘波说。

但也有家长反其道行之，将孩子由国际学校转至公立学
校。“孩子接受的并非真正的国际化教育”“学校管理松散”

“未达到预期教育目标”等是主要理由。
但究竟什么是国际教育？《蓝皮书》 给出的解释是“旨

在推广形成全球视野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认知并鼓励人们
承担本土与全球责任的教育，以及强调超越国界的多元文
化教育”。

“国际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更宽泛、更包容的概念，而国际
学校学生的教育经历只是一种形式。不可否认，目前来看，
国际学校是国际教育的提供主体。但除了国际学校之外，非
国际学校的学生也可能接受国际教育。”李卫锋说。

在日前于大连举行的第三届新聚合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上，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副校长李百炼指出，国际教
育的创新在于教育教学方法上的根本改变，把时间还给孩
子，通过混合式跨学科学习，培养学生的领导力，是未来国
际教育发展的方向。

“国际性”与“本土性”兼顾

《蓝皮书》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约 1/3 的家长认
为，认同、传承、弘扬本民族文化的能力是其对子女的主要
期望之一。由此可见，即使为孩子选择了国际学校，家长对
于孩子的“本土化教育”仍十分重视。

曾就读于王府学校的韩畅回想自己的求学过程时说：“我
的班主任敬建东是语文老师。他讲课生动，像在说故事，把
先秦的历史讲得活灵活现，激发了我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兴
趣。”韩畅的感受正是王府学校倡导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办学
理念的结果，也是国际教育本土化如何实现的一个案例。

在王广发看来，国际教育本土化的关键点在于课程设
置，包括必修及选修课程的具体设置、测评标准等。事实
上，不少国际学校也在做“中西结合”课程的尝试。“同时，
需要学校负责人和一线教师转变传统教育观念，融汇东西方
教育精髓。”王广发说。

“‘国际教育本土化’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培养
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李卫锋强调，“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
应成为一切改革的原点。”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认为，
本土化教育是国际化教育的起点，是中国国际教育竞争力的
源泉。国际教育是手段，本土化教育是目标与归宿 。“从课
程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与专业发展来看，国际教育本土化任
重道远。”这是王晓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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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学校的学生在上课中

2018年10月25日，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在像他巴掌一般大的绿色笔记本上，写下了北

京一所国际学校的名字。从去年8月到今年10月，他已参加过9所北京国际学校的开放

日，“希望能为即将入读小学的女儿选一所适合的”。

“您怎么理解国际学校？为什么要为女儿选国际学校？”有朋友曾这么问王先生。

“我眼中的国际学校提供的是国际化的教育，课堂氛围比较自由。孩子将来的规划是

出国留学，希望通过就读国际学校，使她将来能更容易对接国外课程。”王先生答道。

詹 敏摄


